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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●前言 

 

一、研究動機 

 

    每處傳統市場都是一座地方博物館，也是蔬果探險和飲食風物的大驛站。菜

市場一逛，我們對這地方的認識才會有更生動地具體起來。所以，菜市場不只是

買賣蔬果之地而已，一趟地方之旅，若少了菜市場的見聞，我們難有貼近在地生

活的體驗。光是我們學校附近就有復興市場、中華市場、重慶市場、中山市場等，

尤其復興市場離我們學校僅有咫尺的距離，每天我們上下學都會經過，那菜市場

豐富的生命力，和人情味，吸引著我們，所以，我們這次以復興市場為研究的主

題，想要探求復興市場與眾不同的風貌。 

 

二、研究目的 

 

    我們希望透過文史資料的整理閱讀，和實地調查訪問，了解復興市場的歷史

變化；其次，我們也藉由訪問復興市場攤主和顧客對於資料再進行補充，再透過

訪問復興市場管理員許繡娟小姐，和民主里吳明崇里長，希望了解復興市場的特

色和未來發展。 

 

三、研究方法

 
 

貳●正文 

一、 歷史沿革 

    復興市場的所在地為日治時期的花蓮港廳，花蓮港廳最初於明治 28年（1895）

5 月由臺南縣臺東出張所管轄，於隔年 4 月改為臺南縣臺東支廳。臺東廳於明治

30 年（1897）5 月新設後，於同年 10 月在花蓮地區設立了奇萊辦務署 ，奇萊辦

務署於隔年 6 月即廢止。並於同年 10 月設立花蓮港出張所，此為「花蓮港」名

稱之始。明治 34 年（1901）11 月，花蓮港出張所廢止，改設置花蓮港支廳。明

治 42 年（1909）10 月 25 日，臺灣原有之二十廳改制為十二廳之際，臺東廳下的

花蓮港支廳和璞石閣支廳合併成立花蓮港廳，亦至此脫離臺東成為獨立的行政區。

確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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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花蓮港廳建築共 680 坪，工費 8 萬 8 千元。明治 43 年（1910）年 1 月 21 日花

蓮港廳發生大火，大火過後隨即重建，同年 11 月新築花蓮港廳竣工。和洋式建

築，入口處仿哥德式高塔建築，入口玄關處大面多宮格窗，除了採光佳外，也可

由室內望外看到戶外美景。建築兩側有數座上下對開窗戶，相當的典雅。後燬於

昭和 20 年（1945）太平洋戰爭的戰火之中。戰後，花蓮港廳按日本時代外觀重

新修復，並將具有消防供用的高塔增建。 

    民國 40 年（1951），花蓮發生大地震，花蓮市滿目瘡痍，人心惶惶，人民

擔憂大海嘯來襲，於是花蓮縣政府決定各公家單位率先搬遷至美崙地區民國 42

年（1953）竣工。而花蓮縣政府舊址則由花蓮市公所遷入。 

    民國 54 年（1965）花蓮縣政府決定將花蓮市公所現址辦公室拆除改建綜合

市場。縣政府公告招標出售花蓮市公所舊有辦公廳舍並拆除工程。同年 7 月 10

日在縣府開標，底價為 12 萬餘元。於是日本時代的花蓮港廳建築就此消失再地

名面上，取而代之的則是一棟又一棟的商業區建築。 

   
圖 1：《東台灣展望》之 1933 年

左右之花蓮港廳全貌 

圖 2:1945 年美軍航照圖 圖 3:日本時代花蓮港廳繪

葉書，拍照時間不詳。 

 

   
圖 4:戰後，1940 年代花蓮縣政府

全貌。 

圖 5：《民聲日報》〈標售花蓮市

公所舊址〉新聞。 
圖 6: 1951 年花蓮大地震

後，花蓮縣政府側門牌樓

倒塌。 

 

   

圖 7: 1968 年，花蓮綜合市場口

（Tom Montelbano 拍攝、提供） 

圖 8：1968 年，花蓮綜合市場口

（Tom Montelbano 拍攝、提供） 

圖 9:現今綜合市場入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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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在日治時期，復興街緊鄰著花蓮最初繁華的市街，往來人潮眾多，所以在花

蓮港廳周圍即聚集不少的攤販，後來市公所拆除後，於民國 57 年(1968 年)成立

綜合商場，將攤商集中，是花蓮地區第一個由政府設置的市場，因為位在復興街

上所以命為「復興市場」，但為什麼大家都叫它「綜合市場」呢?根據我們訪問

復興市場管理員許繡娟小姐的結果，許小姐表示因復興市場有別於其他傳統市場，

在這裡可以買到各種民生用品，在店面可以逛街買服飾、農用、生活日用品，再

彎進巿場購買生鮮蔬果，什麼需求都能滿足，所以大家就俗稱它為綜合市場。而

又因為是全花蓮最大的市場，也俗稱「大市場」。 

    後來於民國 60 幾年有人在復興市場附近也設置了復興地下商場，但無法吸

引人潮，只短短經營幾年就吹熄燈號，現在成了積水廢墟。 

   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市場也逐漸老舊，於是在 2014 年獲政府補助進行整修，

項目有:屋頂防水、招牌整建、鋪面改善、排水改善、廁所、牆柱美化、好農市

集及客家攤位美化等，將老舊的市場整理得煥然一新。 

   

圖 10：復興地下商場 圖 11：好客攤位 圖 12：整修工程 

 

  

圖 13:市場整修前 圖 14:市場整修後的現狀 

 

二、 市場分布 

    復興市場以十字分佈的路線，復興街每月有各地流動的攤販，在特定的時間

帶來不同的營業商品，復興街東側的店面是私人所有，那一側的流動攤商皆是跟

屋主承租，這些攤販賣的是各式各樣的百貨商品，有:衣服、鞋子、鍋碗瓢盆……

什麼都有，這些攤商都是全省各地跑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到花蓮擺攤，擺攤的時

間短則幾天，長則一、兩周。復興街右手邊則是市公所的攤位，每月租金是 1300

元，通常都是由好幾個攤商一起承租好幾個攤位，大家再輪流擺攤。 

    復興市場目前承租共 179 攤，總攤位為 219 攤，104 年有 194 攤，這幾年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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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了 15 攤，陸續衰減中。攤位承租四年一簽，從 106 年起，只要繳交保證金即

可承租，以前需要保證人，承租條件較嚴苛。攤位租金視地點、大小而有不同，

租金每月從 780 到 4 千多。目前租金最高的是復興街的路口，因為交通較便利，

人潮多是由此進入，早年最貴的卻是曾記麻糬旁的小巷，所以這也見證了人潮流

向的改變。 

    復興市場從 12 年前越南外配首先開了第一家美甲店後，這幾年陸續有新住

民紛紛加入，儼然形成美容一條街。我們訪問了首先開設的芳楹美甲店老闆，老

闆表示她之前在越南及從事相關工作，後來她因為結婚，嫁到花蓮，因為越南美

甲的風氣很盛，而且越南人會在菜市場做美甲，所以她認為台灣人也該也會，所

以就選擇這裡開設美甲店。沒想到家鄉的姊妹們也紛紛加入，對於是否會分散掉

客源，老闆表示大家聚在一起比較熱鬧親切，而且聚在一起也有群吸作用，大家

想到美甲就會走到這裡，且她已深耕許久，所以不怕老顧客流失。 

 

圖 15:復興市場分布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16:傳統市場攤位分布圖 

 

 

三、 實地踏查 

(一)訪問攤商和店家 

   我們在九月十六號下午三點的時候，親自去了一趟綜合市場，雖然這個時間

點攤主已經開始忙著收拾了，但還是有部分願意空下時間讓我們訪問，雖然時間

只有短短一個小時，但是我們卻有了豐富的收穫。 

    一開始，我們找了一位豆腐店的老闆，老闆邊忙邊幫助我們進行訪問，這也

剛好證實了傳統市場濃厚的人情味，老闆當時跟著丈夫一起來擺傳統市場，至今

已經有 30、40 年的歷史，我們也從她的口中得知，以前的綜合市場比較熱鬧，

而顧客的減少可能是因為被其他的菜市場吸引走的、人口外移……等等。 

    接下來我們找到了宗慶魚店老闆，老闆也是因為先生在做傳統市場的工作，

結婚後就跟著過來幫忙了，歷史已經有了 30 年多，顧客大多以固定銷售餐廳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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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散客較少，而老闆也認為是因為重慶市場將人潮都吸引走，少了很多攤販，

因此生意自然的下降了。老闆也認為綜合市場停車並不是很方便，建議可以在附

近蓋停車場。 

    我們也訪問了另一家魚攤──丸來魚行商品，對於攤販商品的重複性，老闆

表示每一天的訴求、賣點不同，比如我們訪問的前一家主賣深海魚，她則是主打

生魚片，在她營業 25 年中遇到很多的危機，雖然品質有所保證，但還是因為大

賣場的興起，而導致業績的下滑，雖然有市公所的鼎力相助，舉辦了很多活動，

想讓業績提升，但是事與願違，還是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，老闆對如此窘境，卻

能以樂觀的心態面對，認為做生意做到最後不是為了錢，而是為了從服務客人中

獲得快樂。 

    最後，我們走到了位於店面的老字號天行健眼鏡行，訪問第二代的老闆，老

闆表示他們已經經營了有 75 之久，所以客源一定，生意不受影響，但外面的攤

商和傳統市場則不然，老闆見證了復興市場的興衰，看著市場從原本的熱鬧，漸

漸轉為落寞，他發現市場的人潮依然有，但大部分的客人都只是路過，順便看看，

購買力不高。 

 

   

圖 16：訪問傳統市場攤商 圖 17：訪問天行健眼鏡行 圖 18：訪問芳楹美甲店老闆 

 

(二)訪問顧客 

    我們對市場顧客做了一份問卷調查，我們總共訪問了 24 個人，以下是我們

的問卷統計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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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9：訪問顧客 圖 20：訪問顧客 圖 21：訪問顧客 

  

(三)結果分析 

    根據我們實地調查發現傳統市場內的攤位蕭條很多，閒置的攤位不少，攤商

老闆多表示自己在苦撐，老闆們認為復興市場衰退跟大家的消費習慣改變有關，

大家都往超市、大賣場、網路購物，攤商生意不好，就不願再承租，而攤位少又

會影響顧客進來的意願，產生惡性循環。對於之前市公所所舉辦的活動，攤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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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助益不大，人帶進來了，但只是曇花一現，活動結束，人還是不會進來。再加

上重慶市場整修完畢，容納的攤數變多，很多攤商就移往那裏去了。而這一點很

特別的是，流動攤販表示有些賣百貨的攤位移去重慶市場後，生意不好，反而又

重回到復興市場，可見復興市場的百貨還是比較佔優勢。 

    那至於為什麼大多的人都喜歡去重慶市場呢？根據我們訪問的結果，是因為

重慶市場的攤位大，有停車場以及東西便宜，且攤位較多選擇上可以有較多選擇，

所以人潮就往那裏去了。 

    我們這次在做問卷調查的時候，我們發現市場內顧客多來去匆匆，很少人願

意停下腳步接受我們的訪問，而且市場內可以騎乘機車進來，我們和顧客都要留

神閃避機車，險象環生。進到市場的性別還是以女性偏多，年齡層多在 40 歲以

上，大部分的人潮都集中在復興街上，大家多是走馬看花，提袋率不高，而進到

傳統市場內的顧客大部分都是邊買邊和老闆聊天，甚至有光顧幾十年以上的死忠

顧客。 

    傳統市場內攤商眾多，販賣商品五花八門應有盡有，但除了需要經常到市場

採買的婆婆媽媽及餐飲人員，對於一般民眾來說仍是有些距離，為讓民眾更貼近

傳統市場，今年 8 月起花蓮市公所推出「有藝市」系列活動，「有藝市—在地市

場藝術進駐計畫」系列活動，包括進行三場菜市場導覽活動，邀請菜市場達人陳

美齡、陳心梅，帶著民眾前往復興市場、重慶市場與中華市場，深入了解台灣當

地季節及特色的食材和小吃，與在地的攤商和農夫們熱情地交流；同時邀請 3

組藝術家進駐花蓮市各市場創作，在菜市場的閒置空間進行藝術創作，藝術家們

將透過對於市場觀察及故事記錄，透過多元媒材創作出不同的裝置藝術放置於市

場裡，營造屬於在地的美感生活，希望民眾能看到讓舊文化產出新美學生命，展

期至 10 月 31 日。讓大家逛市場之餘，也能欣賞到藝術家們對於市場藝術創作的

不同呈現。市公所立意良善，活動也非常有趣，但大部分的顧客卻都不知道市公

所有舉辦關於菜市場的活動，可見宣傳還是有待加強。 

 

   
圖 22：宣傳海報 圖 23：宣傳海報 圖 24：跟著達人逛市場 

     

  至於改建，顧客對改建的看法多是贊成的，還有人認為最好可以有冷氣吹。但

攤販對改建的看法十分兩極，有些人覺得改建可以吸引更多人潮，但也有人覺得

改建的時間如果太久，以前的老顧客會消失，也怕在改建的時間會沒有經濟收

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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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●結論與建議 

一、結論 

透過這次的研究我們得到的結論如下： 

(一) 以前的傳統市場都位於熱鬧的市街，就近提供民眾一處新鮮、方便、便宜的

日常採買場所。「上菜市仔」買菜兼閒話家常，曾經是每個家庭主婦每天例行

的工作。所以復興市場佔著地利之便，尤其它又是花蓮最早的市場，販賣的

商品又玲瑯滿目，所以仍有其優勢。 

(二) 隨著國民所得逐漸提高與社會結構的轉變，連鎖店、賣場相繼興起，老舊 擁

擠的傳統市場相形之下顯得落伍，營業受到不小衝擊，也連帶影響到場內攤

商的生計。然而，傳統市場仍有它獨特的魅力。走進市場，活蹦亂跳的感覺、

攤商親切的招呼、私房的料理建議，樣樣都將買菜變成了一種樂趣，這就是

台灣的「菜市仔文化」，這樣的文化應該要好好保存下來。 

(三) 因為鄰近的重慶市場興起，停車不便，及消費型態的改變，復興市場已日漸

式微，民主里吳明崇里長表示當地居民亦想恢復昔日風光，但苦無對策，他

們有心，但還需政府多幫一把。 

 

二、建議 

經由上述結論，我們提出以下建議： 

    (一) 消費型態的改變是時之所趨，不可避免，隨著婦女踏入職場、家庭結構由大

變小，現代人的買菜習慣逐漸從原食材、以白天為主的購物時間轉變為購買

熟食或處理好的食材、下班後的晚上時間來購物居多。所以政府是不是可以

透過輔導，協助攤商將原食材做加工處理，或者引進第二次加工的攤商，協

助顧客處理食材，讓講求快速的現代人回家方便料理。再來或是將營業時間

改兩段式，方便職業婦女，下班可以採買，尤其復興市場就位在商業區，朝

九晚五的上班族多，所以下班後的商機應該滿可觀的。我們認為發展特色是

可以努力的方向，讓復興市場走出自己的路。 

(二)至於硬體設備的改進，我們覺得可以先將部分市場區域進行改建，分批分區

的改建，盡量做到不影響生意不影響環境及不斷客源為主要目的。而停車問

題有待政府再做規劃，停車方便，人潮就會進來了。 

(三)政府努力辦活動，但如何做到宣傳有時比辦活動更重要，復興市場裡有老字

號的豆乾店、潤餅店、肉舖……等，都可以透過行銷，創造網紅商機。但攤

商年齡層偏高，使用網路行銷恐怕有困難，政府可以在這一方面多加協助，

只要年輕人願意進來，攤商濃濃的人情味就可以發揮功效，留住人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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